
“我们分早班、白班、晚班，早班 3 点多开
始，头 3 个小时大扫，为全天的路面保洁打基
础。”

乔大妈负责颍河路另一段，每天在街上转
好几圈，“如果特别脏，中午都不能休息。”

天蒙蒙亮时，垃圾基本扫完，我和乔大妈开
始将成堆的垃圾推向文化宫路的垃圾中转站。

虽然离垃圾中转站只有几百米的距离，但
推起满载垃圾的车子并不轻松，只推了一车，我
已经感到后背发热。

“我 4 点开始打扫，这已经是第 5 车垃圾
了。”乔大妈说。

“大妈，你为什么没戴手套呢？”
“戴上太麻烦了，伸展不开影响干活进度。”

因为长时间的摩擦，乔大妈手上磨出厚厚的茧。
越来越冷的天气给清洁工作带来许多不

便。“秋天最难打扫，因为叶子多，这一遍扫完了
又落下来了。要是冬天的话，天再冷，我们都把
外套脱了，剩秋衣秋裤才开始扫，要不然衣服肯
定都湿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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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卫工人被称
为“马路天使”“城市
美容师”。

昨天是河南省第
十四个环卫工人节，
早上 6 点，我们来到
颍河路，帮环卫工陈
先生夫妇干了点活
儿，感受他们的辛苦
和付出。

我只希望市民每天都能
少丢点垃圾，这样减少了我
们的工作量，也保护了身边
的环境。

——质朴的陈先生说，如果
每个人都能自觉一点，他们就会省
很多事。

不管春夏秋冬，环卫工
人天天都在工作，太不容易
了!环卫工人最辛苦!他们是
最值得尊重的人。

——市民高女士

见习记者 鲁慧 柴琳琳
晚报记者 刘怡辰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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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文明出行，
争做文明交通志愿
者活动开展以来，全
市各单位纷纷组织
文明出行活动。昨
日，晚报采编志愿者
到陇海路桐柏路口，
在上下班高峰期与
执勤交通协管员共
同维持交通秩序。

见习记者 柴琳琳
鲁慧 小刘涛

晚报记者 刘怡辰/文
晚报记者 张翼飞/图

志愿者参与指挥交通，起
到了很好的督导作用。

——市民程先生说，希望各行各业
的人来体验协管员的工作，让每一位市
民真正了解维持交通的辛苦，亲身体验
后更能以身作则，文明出行。

每天的高峰期是早上 7
点到 8 点 40 分，中午 12 点到
12 点半，下午 1 点半到 2 点
半，下午5点到6点半。

——协管员马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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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早上6点，我来到颍河路文化宫路口，
见到环卫工人陈先生夫妇，他们都70多岁了。

早上的气温比较低，伸出手来就觉得很冷。
陈先生在扫垃圾，老伴王大妈等他把所有

垃圾倒在车上，就推着车走了，陈先生在后面用
力推着。

看到这一幕，我们很感动。
“我们每天 3点就起床了，基本都是 3点半

到岗，差不多要打扫到 6 点半，不过俺都习惯

了，也没啥。”
陈先生说，他和老伴负责文化宫路颍河路

向东约500米的路段。
这条路上餐饮小店比较多，夜市、早餐留下

的脏物多，难清理。
“俺俩打扫都是互相帮忙吧，她扫得慢我就

帮帮她。”
原来，陈先生和老伴分别负责250米路段，

每天谁先打扫完就会帮对方。

每天3点半到岗，夫妇互相帮忙

打扫完一个路段，都要把车子往前推一段
再打扫。

“大妈你休息一下，我来推吧。”我对王大妈
说。她一把拉住我：“别，太脏了，你看满车的垃
圾，你陪我唠叨两句就行。”

大妈边推着车子边说，我只能帮着推车。
装垃圾的是三轮车，车身周围用四个高 50

多厘米的木板圈着。
颍河路从东向西是上坡路，我在旁边推着

就很吃力了。
“习惯了，都扫好几年了，天天都这样也没

感觉到累。”大妈说着，把车停在路右边，开始了

下一段的清扫。
从车上拿下来的工具有 3 种，一种是小柄

的家用扫把，一种是缠了很多网的大扫把，另外
一个，是用小编织袋自做的簸箕，大妈说，这样
能放多点垃圾，不用来回跑着倒垃圾，省时间，
省力气。

看见我拿的大扫把，大妈说，缠些网可以扫
得更干净。我挥着大扫把，每一下都很费力，两
个手掌被磨得刺疼，没扫几下就气喘吁吁了。

最难扫的是瓜子皮和小纸片等碎小垃圾，如
果我们平时都把垃圾放在垃圾箱里，举手之劳就
会减轻环卫工人劳动的强度，让城市更整洁。

我帮忙推车很吃力，大妈却早习惯了

秋天落叶比较多，前面扫完后面落

昨天上午 7 点半，陇海路桐柏路口。正值
上班高峰期，车辆行人很多。

“您好，红灯，请您停一下。”2个小时里，这
句话被我们不停地提起。

协管员马女士说，每天的高峰期是早上 7
点到 8 点 40 分，中午 12 点到 12 点半，下午 1 点
半到2点半，下午5点到6点半。

在这期间，最让她们头疼的就是少部分人
不看灯行驶。“若赶上周末和节假日，人数得有
现在的两三倍多。”她说。

下午5点钟是下班高峰期。
陇海路与桐柏路西南角处正在进行下水管

道维修，前方的视线不全，许多从这里过往的路
人看不到前方的红绿灯。

“请退回人行道上，看绿灯亮了再过去。”说
了好几遍，一位骑着电动车的女孩依然无动于
衷。

“不少市民听了劝导都自觉地等候红灯，但
也有个别市民对劝告嗤之以鼻。”协管员感叹。

“现在红灯，请稍等片刻再过。”
我们说完，准备过马路的行人几乎都停了

下来，但是一名骑着黑色踏板电动车的男子却
好似没听到，骑着车从人行道逆向行驶。

他刚走到路中间，一辆汽车就从左侧疾驶
而来。

突然出现在马路中间的电动车也吓了汽车
司机一大跳，赶忙刹车，离电动车 20 多厘米停
了下来，路人都为骑电动车的男子捏了把汗。

上下班高峰期，大多数人很自觉

陇海路桐柏路西北角，绿灯慢慢变短时，一
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手里提着一个包，神色匆忙。

“唉，又赶不上这趟BRT了。”老人说。
老人说，她要去女儿家看外孙，女儿急着出

去，怕耽误女儿的事情。我立刻帮老人拿着包，
扶着她过了马路，到BRT站台。

“闺女，谢谢你，好人呀。”老人连声感谢。
“小伙子，你辛苦了。”一位路过的市民对志

愿者说。
听到这样的问候，我们心里一阵温暖，也非

常欣慰。不少行人都对志愿者的工作很赞同，
也都热心地表示感谢和支持。

我也感慨，并不是所有人都那么难沟通，大
多数人还是遵守交通规则，并且是理解和尊重
交通协管员和志愿者工作的。

“其实志愿者参与指挥交通，起到了很好的
督导作用。”

在陇海路附近上班的程先生说，希望更多
的人投入到文明出行的行动中，号召更多的人
共同遵守交通规则。

程先生呼吁，希望有越来越多各行各业的
人来体验协管员的工作，这样会让每一位市民
真正地了解维持交通的辛苦，亲身体验后更能
以身作则，文明出行。

66点，天还不亮，环卫工人已经在街上忙碌了几个小时。点，天还不亮，环卫工人已经在街上忙碌了几个小时。

77点半，上班早高峰，记者到路口帮忙指挥交通，做文明交通志愿者。点半，上班早高峰，记者到路口帮忙指挥交通，做文明交通志愿者。


